
20242024年年 1212月月 1111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任责任编辑编辑：：庹文相庹文相//视觉设计视觉设计：：翟倩翟倩//审读审读：：王锐王锐

南阳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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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赵明禄 文/图

市二十三中学

学校管理学校管理受称赞受称赞
本报讯（全媒体记者 曹立峰 通讯

员 卢连琛 朱珂珂）“咱们学校的校园管

理和教学管理工作很有特色，让大家印象深

刻……”12 月 6 日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教

育中心初中学校管理观摩组在市第二十三

中学参观时，对该校学校管理工作的做法和

成效给予好评。

据悉，此次观摩活动聚焦“校园管理”与

“教学管理”两大核心领域，通过交流互鉴，

探索更科学、高效的管理模式，推动学校高

质量内涵式发展。

活动期间，大家看到该校校园环境优

美，绿化布局错落有致，文化标识醒目典雅，

营造出浓郁的育人氛围。从教学楼到操场，

从实验室到图书馆，每一处都彰显着学校在

校园管理方面的精心与用心。值得一提的

是，校园内安保系统完备，消防设施齐全，安

全提示标识随处可见，全方位保障师生安

全，良好的育人环境给观摩组留下了深刻印

象。

观摩组成员还深入课堂听课。课堂上，

教师们教学方法灵活多样，能够充分运用多

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，将抽象的知识生动形

象地呈现给学生。他们注重引导学生积极

参与课堂讨论，鼓励学生自主思考、合作探

究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。师生

互动频繁，课堂气氛活跃，教学效果显著。

观摩组成员认真翻阅查看各年级教案、作

业，积极交流讨论，对该校教学设计创新、作

业批改规范程度及学生反馈情况予以称

赞。③6

李飒和学生们同唱《花木兰》选段

百名记者百名记者
走基层走基层

以戏曲为桥以戏曲为桥，，连接传统与现代连接传统与现代，，市第十四小学教师李飒市第十四小学教师李飒——

让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心中扎根让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心中扎根

年少时，受老师影响，李飒爱上了河南戏

曲；长大后，她成为一名人民教师，把戏曲文化

融入课堂，义务给学生们传授戏曲知识与演唱

技艺，让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

然萌芽，茁壮成长。

“我在课余休息时教孩子们唱戏，心里就

一个念想，让他们能与传统文化亲近些，从心

里喜欢上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。”12月 9
日，市第十四小学老师李飒笑着说。

戏曲为伴，绘就人生华章

12月 4日 16时 30分，市第十四小学一年

级八班教室里，语文老师李飒正带着学生们沉

浸在豫剧《花木兰》的经典选段中。孩子们一

边高声唱着，一边模仿老师的动作，一招一式，

尽显戏曲的魅力。

“戏曲，真的是生活的调色盘，为我的人生

增添了无尽的色彩。”谈及与戏曲结缘的故事，

从教 23年的李飒感慨万分。儿时的她，跟随

父亲逛庙会，被戏台上那生动的表演所吸引，

从此爱上了唱戏。在卧龙区安皋镇二中上学

时，体育老师罗国顺发现了她对戏曲的热爱，

便利用课余时间，悉心教她唱戏、唱歌，并亲自

为她伴奏。

在戏曲的道路上，李飒取得了不俗的成

绩。2001 年，她第一次参加南阳电视台新梨

园戏迷擂台赛，凭借《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

请》的精彩演唱取得了优异成绩。此后，她更

是多次在各类戏曲比赛中崭露头角，2004 年

在五省二十一城市电视台戏迷擂台赛（濮阳

赛区）中荣获第一名。后来，她又多次参加河

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的戏迷擂台赛并成为擂

主，在 2012 年全年擂主争霸赛总决赛中，获

得年度银奖擂主殊荣。2023年，在《梨园春》

三十年擂主大会上，她声情并茂地演唱了曲

剧《屠夫状元》选段、豫剧《香魂女》选段，获得

“明星擂主”称号。

“戏曲，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，也让我学

会了如何更有效地教育学生。”李飒感慨地

说。

以戏育人，点亮心灵之光

李飒不仅是一位戏曲的传播者，更是一位

将戏曲艺术巧妙融入教学与班级管理的创新

者。在她的班级里，戏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

现形式，更是教育的重要载体，滋养着孩子们的

心田。

“走上讲台的第一天，我就立志要像罗国顺

老师那样，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心

中生根发芽。”李飒深情地回忆道。 2000 年 6
月，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如愿成为一名人民教

师。自此以后，她充分利用业余时间，教孩子们

学习并演唱豫剧、曲剧中的经典唱段。在她的

悉心教导下，30多名学生在省市级才艺比赛中

获奖，15名学生凭借艺术特长考入心仪的大学。

在语文教学中，李飒总能找到戏曲与课本

知识的契合点，让两者相辅相成。她深知，单纯

的文字讲解难以让学生全面理解文学作品的深

层含义，于是，她引入了戏曲元素。例如，将张

继的《枫桥夜泊》用豫剧那独特的韵味吟唱出

来，让学生在婉转悠扬的曲调中，更加深刻地体

会诗中那孤寂的愁绪。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方式

不仅丰富了课堂内容，也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

学习兴趣，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传

统文化。

在班级管理中，李飒更是将戏曲文化发挥得

淋漓尽致。她利用班会时间，讲述戏曲中的经典

故事，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爱国情怀。同时，她还

借鉴戏曲中的礼仪规范，制定班级规章制度，鼓励

学生自律、自强，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。在戏曲文

化的熏陶下，班级氛围变得更加和谐有序，学生们

也更加文明礼貌、积极向上。2023年 4月，她凭

着“借木兰文化，润强国少年”的带班理念，在卧

龙区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中荣获一等奖。

“李飒老师以戏曲为桥，让传统文化在孩子

们心中扎根，绽放出绚丽的文化之花。”市第十

四小学党支部书记、校长王静说，李飒的教育之

路，就如同戏曲中悠扬婉转的戏曲旋律，既深沉

又绵远，引领孩子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③6

遗失声明
△王嘉庚2022年 5月 18日的出生医

学证明遗失，出生证编号：V411194258，

声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△相天海的南阳市第一师范学校毕业

证丢失，证号：971220，声明作废。

△南阳市公安局郭丰功的警官证不慎

遗失，证号：079062，声明作废。

△宛市靳岗乡黄岗村郭庄组位于北京

路西侧、环城路南侧（35区）的土地登记卡

遗失，土地证号：集市开办93（001号），声

明作废。

△南阳市靳岗乡黄岗村郭庄组位于北

京路西侧、环城路南侧的建设用地规划许

可证（证号：93集建“宛市开”字第001号集

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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